
基于建模理念下的教学设计
———以高一化学必修 2( 苏教版) “电能转化为化学能”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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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践发现，“模型匹配”策略通常是学生

在解决学习问题时使用频率最高的策略，一般情

况下，学生们在遇到需要解决的问题时，往往会习

惯性的结合相关条件，在脑海中进行“模型”搜索，寻

找出与之相关的“模型”，随后就会按照“模型”提供

的思维方式和认知程序，进行有序思考、分析，进而

解决问题。一般情况下，学生脑海中已有的“思维认

知模型”越多，解决问题的速度就越快。
课堂教学中，选取有价值的知识要点，设计合

理的教学活动，运用恰当的教学方式，帮助学生建

立科学的“思维认知模型”，摒弃不合理的思维方

式，引导学生借助“思维认知模型”提供的思维程

序分析问题，不仅可以优化学生分析和解决问题

的程序，还可以有效地发展学生化学核心素养，培

养学生解决化学问题的关键能力。
以“电能转化为化学能”为例，谈如何通过不

同层次问题的设计与解决，引导学生分析、建立

“思维认知模型”，将化学核心素养的培育落实到

课堂教学中。
一、确定教学目标

1． 通过设置问题，利用实验探究“电能转化

为化学能”的原理，培育学生实验探究和证据推

理素养及逻辑分析能力。
2． 运用电解质电离、物体( 电解液) 导电的原

理，分析电解液中离子的种类和离子在外加电场

下的运动方向，结合氧化还原反应、离子反应的原

理分析电极反应的发生及伴随的反应现象，书写

电极反应方程式，培育学生微观探析和变化观念

的学科素养。
3． 通过探究电解原理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

应用，强化对“化学是一门有用的学科”的再认识，培

育学生的学科意识、科学态度和社会责任感。
4． 通过“拓展训练”，对“不同离子在电极上

的放电顺序”等的知识要点进行有效延伸与拓

展，给学有余力的学生提供自主研习的材料信息。

图 1 图 2

二、设置探究问题

1． 请判 断 下 列 装

置中( 如图 1、2 所示)

的能量转化方式，写出

相关反应的方程式，指

明装置中微粒的运动方

向。
2． 若将上述的两个装置连成如图 3 所示形式，

那么左右两池内的能量转化方式各是什么?

3． CuCl2溶液能导电的原因是什么? 溶液内

部的微粒将如何运动? 为什么? CuCl2 溶液导电

过程中能量转化方式是什么? CuCl2 溶液导电过

程中涉及到的变化有哪些? 分析其相关反应。

图 3 图 4

设计意图: 复习“原电池组成”、“原电池的判

断及电极方程式的书写”、“原电池中电子和离子

的运动方向”等相关知识，使“氧化反应”、“还原

反应”、“电离”等概念和“氧化还原反应”、“电解

质溶液导电”等原理得以进一步强化，让这些概

念和原理在学生的脑海里更加清晰和明确，调动

学生脑海中“潜伏”的知识，作为教学的起点。将

两个池子链接起来形成第 2 个问题，将为新授内

容搭建认知平台，引导学生先进行推理和理论分

析，为下一步的实验探究做理论铺垫。问题 3 作

为追加问题呈现，借以过渡到对电解池内离子运

动方向、能量转化方式及工作原理的分析内容上

来，完成“电解”、“电解池”、“电极的判断”、“电

解池工作原理”等知识的架构，培育学生实验探

究、证据推理、微观探析和变化观念等学科素养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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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分析推理能力。
4． 若将上述 CuCl2 溶液中的两根石墨棒换成

Cu 棒( 阳极) 和 Fe 棒( 阴极) ( 如图 4 所示) 会有

什么现象发生? 分析相关的电极反应。
5． 如果用两根铜棒代替上述 CuCl2 溶液中的

石墨棒做电极，但阳极上的铜不纯( 含有少量锌、
金、银等杂质) ，阴极的铜是纯铜( 如图 5 所示) ，

那又会出现什么现象? 分析相关反应。

图 5 图 6

6． 如果将上述电解池内的 CuCl2 溶液更换为

熔融的 NaCl( l) ，电极材料仍为石墨棒( 如图 6 所

示) ，请分析电极反应。
7． 如果将上述电解池内的 CuCl2 溶液更换为

熔融的 Al2 O3 ( l) ，电极材料仍为石墨棒( 如图 7
所示) ，请分析电极反应。

图 7 图 8

8． 如果将上述电解池内的 CuCl2 溶液更换为

NaCl 溶液，电极材料仍为石墨棒( 如图 8 所示) ，

请分析电极反应。
设计意图: 通过不断变换“电极材料”和“电

解液”设计系列问题，引导学生利用理论演绎和

逻辑推理，分析每个改变后的“电解池”内的具体

的电极反应，再借助部分实验验证分析推理结果，

激励学生自主归纳“电解原理”在实际生产和生

活中应用。强化对“化学是一门有用的学科”的

再认识，培育学生的学科意识、科学态度和社会责

任感。第 8 题作为拓展习题呈现，是为了让学生

在已知( 氯碱工业和工业冶铝) 总反应的情况下，

分析其电极反应，一方面是为了培养学生“宏观

辨识与微观探析”的学科素养，另一方面是为了

引导学生学会利用已经形成的“思维认知模型”分析

问题，并进行自我检测学习效果。同时引导学生对

“不同离子在电极上的放电顺序”的知识要点进行自

我研习，延伸本节知识内容的深度和广度。
三、设置教学环节

环节 1 电解池组成及工作原理探究

先用问题 1、2 对“原电池”的相关知识进行

复习检测，在矫正、强化后，过渡到对问题 3 的深

入讨论，结合实验探究，总结架构电解、电解池工

作原理的相关知识网络。
环节 2 电解原理的具体应用

通过不断变换电解池的电极材料和电解液，

将工业电镀、精炼铜、冶炼铝、制备金属钠等内容

整合成 4、5、6、7 四个探究问题，引导学生通过对

比分析、逻辑推理，总结出相关的电极反应，强化

电解原理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具体应用。
环节 3 训练检测，拓展延伸

设置问题 8 让学生先进行交流研讨，结合已知

的“氯碱工业”的总反应，分析其电极反应后，教师追

加“拓展问题”，给学有余力的学生继续探究“不同离

子在电极上的放电顺序”提供信息材料。
四、教学总结

以“两个池子”的模型为问题载体，通过 8 个

具体问题的不断提出，从复习“原电池”的相关知

识入手，结合实验手段，对问题中涉及到的知识要

点进行不断延伸拓展和矫正强化，在完善“电解

池”主干知识的同时，架构一个分析和解决与“电

解池”相关问题的程序和思维认知模式———“确定电

极材料→判断电极种类( 阴极和阳极)→确定电极反

应类型( 阳氧阴还)→分析池内电解液中的微粒种类

和运动方向→判断电极可能的产物及与环境可能产

生的作用→书写两极的具体反应→解决与之相关其

他问题”。同时，落实“宏观辨识与微观探析”和“变

化观点与证据推理”等核心素养的培育。
本文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6

年度规划课题: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养成的“问题

解决”课堂教学模式深度研究”( 编号为 D /2016 /
02 /366 ) 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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